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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经贸、政治合作的发展,我国的大国地位日益凸显，这一现实要求符合我国大国形象的中华文化的
输出，而对外宣传文本就是一个绝佳的途径。翻译是各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手段

之一。做好对外宣传文本的翻译，可以传递我国的文化特色，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本文论述了当下外

宣文本翻译存在的问题、外宣文本书写要点、外宣文本翻译的要点、英语翻译的技巧等，试图呈现出正确

翻译外宣文本翻译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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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文本翻译成功与否决定了本

国能否高效地向世界传输自己的文化。以跨文化为视角，

审视自我民族的对外文化的文本描述，其译文是否能被世

界其他民族正确的理解是外宣文本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

合理起草并正确翻译宣传文本对于有效向外传输我国文

化、树立正确又正面的国家形象、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站在跨文化角度审视同一份对外宣传文

本，可以产出有效输出本国文化的译文。 

1  翻译的本质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能理解的语言

的过程，最终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单项的输出或双向的交

流。处理好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恰当合理地

表达、融合于翻译目标语言之中是翻译成功的关键。对于

外宣文本的翻译而言，翻译界信奉的“信、达、雅”的翻

译成功标准依然是适用的。对外宣传文本的阅读对象是外

国人，他们对我国的文化并不甚了解，而且很多外文的语

言具有简洁、干练、直奔主题等特点，而我国的文章语言

含蓄、冗长，但偏重意境内敛悠远。翻译对外宣传文本时，

首先要深刻理解我国文化、中文语言表达习惯、叙述方式，

其次要去了解外国语言的表达习惯、逻辑习惯，最后才能

在跨越两者文化之间，将自己的文化准确恰当地翻译成他

国语言、传达出本国文化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将本国文

化有效地输出给世界各国，为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当下外宣文本翻译存在的问题 

仔细查阅过往的对外宣传文本会发现，最明显的问题

总的可归结为两类： 
2.1  译文中存在用词不当 
译员缺乏基本的用词基本功。比如，最典型的例字

“龙”字的翻译，很多对外宣传文件中将“龙”字以及出

现“龙”字的短语，全都将该“龙”字翻译成“dragon”。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代表着权威、正义、尊荣、成功

等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封建时期，龙代表的是皇上；但是

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西方神话中一种强大的生物，

代表着强大，但是生性凶残。后来欧美各国的“dragon”
一词的内涵都发生了演绎，各具不同的意思。如此看来，

将中国的龙翻译成“dragon”是极为错误的，在外国人看
来，我们宣传的是具有他们民族文化精神的“dragon”，
而非我们理解的“龙”的精神。比如，很多对外宣传文本

中“龙头产品”、“龙的精神”等词汇中的龙全被翻译成含

有“dragon”，这样的文本宣传显然对于传播我国文化是
不利的。译者必须提高自己的英语翻译用词基本功，当翻

译中遇到文化冲突的时候，能够辨别文字背后的意义，从

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2.2  修饰语冗长 
中文的特点是重视形合，喜爱辞藻华丽，围绕中心意

思周围的形容词、副词颇多。这种做法可以使得汉语使用

人深刻体会到汉语的魅力，外围词对文本内容的渲染氛

围，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境界。但英语重意合，语言

简洁简约，更加注重客观用词与句段之间的逻辑。译员翻

译对外宣传文本时，应该做出相应的删减，以使得译文符

合他国阅读习惯。但很多对外宣传文本中出现了众多细节

对应的重复翻译，译员舍不得简删中文中的各种修饰语，

导致译文汉化。如我国外宣文本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努力

造就……、大力加强……、大力发展……”等排比句中的

修饰语，外表看起来各有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类似，

造就、加强、发展可以根据语境直接翻译为 strength,而努
力、大力等词可统一译为 vigorously，类似的例子很多，
译员应该归类总结改进。对外宣传文本的读者不是中国

人，文本的译文应该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这是翻

译基本功中跨文化视角的翻译技巧。一个冗长的、不符合

目标语言国阅读习惯的译本不能达到宣传我国形象的目

的，甚至会给他国留下华而不实的印象。 

3  外宣文本的语言特点、起草要点 

语言是文化、思维的外在表象。汉语进化至今，语言

优美，寓意悠长，诗词歌赋的艺术登峰造极。但是，对外

宣传文本属于宣扬文化的文体，阅读对象的母语是与我国

文化完全不同的，在起草对外宣传文本时就该考虑译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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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语言习惯。比如英语的语言特点讲究意合、简洁以及

内在逻辑。这就需要我们在跨文化视角下，观察、调整目

标语言和我国语言之间文化的异同，换位思考的去起草对

外宣传文本。对外宣传文本简洁、概要，突出宣扬我国文

化的强势之处即可。过多的形容词、副词以求过分渲染文

本的华丽，会加大翻译的难度，因为不符合逻辑的译文会

让译者看起来苦于下手，种种猜测之后，其踉踉跄跄的译

文导致最终出具的译本达不到阅读对象的理解程度，自然

无法宣扬我国的文化。所以，了解所要书写文体的类型、

阅读对象，掌握我国语言的特点，合理选用词汇风格，尽

量规避和目的语言国家文化的差异等，对于起草高效的对

外宣传文本至关重要。 

4  利用跨文化视角翻译外宣文本的策略 

4.1  以跨文化的视角看待外宣文本的翻译 
翻译不是汉语和外语的相互转换，不是母语和外语之

间的简单迁移，而是译者利用自己的学识理解母语文化，

总结要翻译的文章的逻辑、内涵，然后以外语的视角，用

外语的文字描述出这种逻辑和内涵，以达到让他国理解我

国文化的目的。由此可见，要做好对外宣传文本的翻译，

译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化，更是要了解译入语国家的政治

文化、经济文化、宗教信仰、表达习惯等背景。拿到一份

对外宣传文本之后，动笔翻译之前，译者需要做的就是去

调查，调查文本中涉及的本国文化，文本的最终目的，调

查译入语国家的读者及其国家文化背景、行业相关的信

息。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前做到正确宏观的谋篇布局，

翻译前的调查是做好外宣文本翻译的前提。缺乏跨文化的

考量，仅将眼光局限在本国文化，或者对于译入语国家的

文化没有认真了解、调查，那么译者居于两种文化之间的

桥梁作用也就不存在，对外宣传文本的译文宣传我国文化

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4.2  注意宣传国家的正面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文件的翻译基本都是中译外，目标读者是外

国人，而非中国人。对外宣传文本的翻译是将大量有关中

国的信息翻译成外文,这种译文会通过各种媒介在全世界
进行传播。所以，对外宣传文件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翻译人员除了具有基本的翻

译学识、提高翻译技巧、理论之外，还要有鲜明的是非观、

政治观，某种程度上，译者的工作不仅仅是语言工作，而

是在做文化交流的工作。 
4.3  从微观的选词造句入手，提高翻译质量 
中文写文章时，喜欢围绕核心信息添加众多的外围信

息，即利用重复意思的形容词、副词渲染文章的主题。相

对而言，外语尤其世界通用性语言英语的特点是简洁，重

视逻辑。依然要强调的是，对外宣传文件的读者是外国人，

译者从两国文化、语言的差异入手，找出原文中的客观信

息、核心信息，摒弃其中的冗余信息、主观信息，才有可

能翻译出让读者易于接受的文章，起到传播原文信息的作

用，为国家文化的输出做出贡献。在删减信息、入手翻译

时，判断词性非常重要，需要深刻理解原文词语的角色、

词法意义，谨慎选择译入语的词语。 
4.4  对译文的反复斟酌、修改 
严谨、完整的工作流程是一个译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质。翻译的最后工作是对翻译好的文本反复审视，以求接

近完美。在审视自己译文的时候，译者要跳出原来的工作

身份，要把自己当作读者，站在读者的国家文化的角度去

阅读译文。查看译文中是否存在不符合读者阅读习惯、逻

辑思维的地方，甚至要考虑是否有冒犯对方国家风俗文

化、信仰的地方。其次，对外宣传文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的民俗、形象，译者应该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查看译文是

否维护、宣扬我国的文化、形象，是否存在有损于国家形

象的言辞、逻辑、结论。对译文进行最终自我审核，是因

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在中国人、外国人之间

不断改变的，以跨越文化、沟通文化的视角完成译文。在

这个角色不停的轮换过程中，难免自我设限，使得译文存

在思维纰漏，最后对译文的复盘就是排除这些纰漏的最佳

也是最后的时机，对思维的纰漏进行纠正让译文更加完

美。 

5  结语 

对外宣传文本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自我文化的窗口，

是国家的名片。对外宣传文本的翻译质量，决定了外国人

能否看到我国文化的优点，对于树立我国正面形象，宣传

我国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沟通意义。译员应该站在跨文化

的视角下，站在对方即读者角度考虑对外宣传文件的翻译

文本。日常工作中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翻译素养，提高辨析

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能力，大则包括理顺逻辑，全篇布局，

小则包括选词用句。这样，才能实现译文的沟通文化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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